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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媒体与写作制作化　　——《新媒体写作》的课程理论与方法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
时代，尤其是互联网与移动手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观念、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
了人们的写作方式，形成了一个虚拟、互动等时代性标志的“新媒体写作时代”。
电子新媒体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诞生，从而也形成r一种新型的写作理念。
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为设计、制作、储存、传播等信息加工，提供了广阔平台，同时也降低了制作
生产成本，提高了传播的精确度和高保真。
写作变成了文本间性的切换等技术、变成了“设扣”的链接和多文本间性的“造结”等写作(制作)方
法。
写作现象在近几年发生了深刻的巨变，写作理论的边界也将随着写作边界的变动而变动。
写作理论应回应现实提出的问题，诠释凶边界变动而带来写作内涵扩张的现象。
事实上，边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意识观念，更多的是一种实践方式与认知。
　　以互联网、移动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在改变着受众参与媒介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媒介文
化样式，即参与式文化。
媒介在中文中是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
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
”此处的“媒介”特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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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新媒体的理论与视角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新媒体写作的本质特征、功能特点和写作要素等内在
本体。
重点诠释在新媒体下出现的各种新型文本写作；既包含网络媒体——博客中交互式写作、超文本写作
等各类型写作；也涵盖移动媒体——手机短信写作等。
展示近年来新媒体写作研究的最新成果，力求体现当今现代意识和新媒体精神。
构架上既贯穿了一定的新媒体中各文体的写作知识，同时也提供了针对新媒体有效而实在的写作指导
。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学用书，也适合社会上一般新媒体写作爱好者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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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始于设计之后，终结于写作过程完成之时。
运思是贯穿整个写作活动的一种写作行为。
以往运思是处在静态；而在新媒体写作中却处在动态，时时运思、时时制作、时时修改。
历来在写作界和文学界有一种观点，就是轻视运思，重视构思。
认为只要构思好了，其余的环节都会迎刃而解。
屠格涅夫、别林斯基等作家均持有这种看法，认为构思成熟之后，“其余一切，只不过是技巧的事情
，那就轻而易举了。
”①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应传统媒体写作，当一个导演在胸中酝酿构思好一个故事后，其他的环节
，包括拍摄、表演等都是次要的，这种单向度式的创作、线性操作模式、精英情结的写作，很难适应
新媒体写作环境。
事实上新媒体一改以往构思大于运思的写作模式，而变成构思与运思双峙并列的动态写作模式，甚至
可以说在新媒体写作中运思某种程度上要大于构思。
巴尔扎克曾说：“(运思)这种初步的丁作和作品的完成之间却存在着了无止境的劳动和重重的障碍。
”②巴尔扎克在这里的“重重障碍”，就是指一套设计框架的编码规则和图式转化成另一套清晰的编
码规则，质言之，从内部语言转化成清晰的外部语言的实施过程，如意义的显现、材料的筛选与抉择
、布局的安排、表述的艺术手段等运思过程。
　　构思与运思都属于思维学范畴。
从大类而言，写作思维主要有两种：形象思维(直觉思维)、抽象思维。
文学写作着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而应用写作侧重运用抽象思维。
文学作品的写作除了形象思维、生活的感悟外，还需要有一定的审美要求。
对对象客体的制作以及制作的结果，要有美感。
这种美感要符合真实(社会)美、心灵(道德)美和艺术(虚空)美三大美中之任何一条。
中同写作创作中重视直觉思维，即人类不通过概念判断而达到对事物直接而迅速的认识活动。
西方重视逻辑思维，而中国人更重视直觉思维。
中国直觉思维与理性思维是并列的，而且不发生矛盾，他们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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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媒体写作论》可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学用书，也适合社会上一般新媒体写作爱好者阅读使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媒体写作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